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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略显坚硬的日常生活秩序之下，美丽乡村总是能够撬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所在。

置身其中，你能毫无顾忌地打开心房，流连山水，凭寄乡愁，以赤子般的情怀感知存在。昨日，

记者深入罗山县的美丽乡村采访，这里，恰能给人如此感受。

暮春四月，罗山县一个个美丽乡村像一幅幅恬静、朴素的山水田园画，一不小
心，就闯入了你的眼帘，烙进你的心底。

对观者来说，“舍不得离开”是最强烈的情愫。 山清水碧、四
围宁静、空气清新、村人安居，就连田里的老水牛都多
了几分悠闲洒脱。

对村人来说，“哪都不想去”是最真实的感受。 村
容整洁、设施完善、乡风文明、日子舒心，绿富美的生

活模式，让城里人都羡慕不已。

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一件事情的成效越显著，其背后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多。

罗山县美丽乡村建设亦是如此。

2013

年以来，该县以“四进四提升”活动为抓手，投入专
项资金

1482

万元、撬动社会投资
3000

余万元，大力开展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建设美丽乡村工作， 实施了

10

个示范村和
50

个重点村建设，涌现出了一批符合农村实际、展现农村特
色的试点村，农村生产设施和生活环境得到初步改善，群众文

明卫生意识明显增强，有效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走出了一条具有罗山特色的建设新路。

罗山县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基层党建、平安建设、文明创建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培育一批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以平安建设“五个一”为主要内容，开展“进百村、走
千家、问平安”活动，持续提升平安罗山建设水平；广泛开展文明乡镇、文明村、文明家庭等创
评活动，引导农民群众摒弃传统生活陋习，着力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逐渐变美，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自愿投资、投劳，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

省财政“一事一议”美丽乡村项目资金支持的何家冲村正在加紧建设，部分标段已经完工，下一步将
发挥红色旅游景区的优势，进行完善和提升，着力打造红色何冲、花海何冲、古风何冲和悠闲何冲；

绝大部分示范村和重点村基本完成道路硬化、安全饮水、基础绿化、河塘清淤、休闲广场等建设工
作，取得的变化有目共睹，起到了示范作用。

该县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在确保农民居住和生活的基础上，凸显农村元素、乡村特色，在提
升品位上下真功。 各乡镇摒弃涂脂抹粉、拆旧建新的思路，结合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因地制宜，精心打造出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美丽乡村。比如尤店乡钓鱼台村郑岗
组、庙仙乡庙仙村方寨组、莽张镇莽张村朱小湾组等。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各试点村保留农村自然古朴、原汁原味的风貌，突出特色要素，传承历
史文化，使乡村主题更加鲜明，涌现出了一批符合农村实际、展现农村特色的试点村。 如“红色故里·古风何

冲”“观鸟圣地·水岸董桥”“画里老家·水美鱼台”“梦里水乡·宁静冲口”“幸福农家·秀美徐寨”“产业发展·活力双
楼”“知青家园·人文田堰”等，该县美丽乡村建设异彩纷呈。

乡村要美丽，村民也要富裕。罗山的优势产业主要是旅游业和农产业，依托灵山寺风景区和何家冲红色景区的
旅游线路，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能够打造一条“精品旅游带”；依托农业相对发达的优势，推动土地流转，实行观

光、体验农业和林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以特色产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全县已建成
5

个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培育了

7

个产业集群，建成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

10

个；其中，尤店乡双楼村现代产
业园发展势头良好，市场前景广阔，既能带
动农民致富，也能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再就
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十分显
著。

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罗山县非常
注重挖掘相契合的乡村文化，为美丽乡村注
入新的内涵。 广泛开展党建先进村、平安村、

文明村、文明家庭等创评活动，努力形成邻
里和睦、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移风易俗的良
好社会风尚，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风，为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凝聚力量。

灵山镇高寨村杨畈
组鸟瞰图

罗山县生态环境宜人

农村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如画美景随处可见

红二十五
军长征出

发地—

—

—

何家冲

罗山县有了大型体育馆 县城新区灵山大道

罗山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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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隋开皇十六年置县，古称“宝城”。 全县总面积
2077

平方公里，总人
口

77

万。 罗山拥有便利的地理区位优势，既是信阳的后花园，又处在中原经济区建设前沿；北有
312

国道与
开武高等级公路在县城十字交会，南有京港澳高速公路与信叶公路在灵山镇十字交会，中有宁西铁路穿境而
过，并在罗山建站。 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

2514

公里，形成省道、国道、高速公路、铁路综合交错的路网体系。

历史文化灿烂悠久。 隋开皇置县以来，这片土地先后哺育过三国名相费、治水名臣黎世序等诸多历史
名人。 闻名中外的商周墓地———莽张后李文化遗址，素有“小殷墟”之称，是江淮文化的典型代表，墓地出土的
白酒为世界最古老的酒，距今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被载入
1990

年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明太祖朱元璋三上
灵山寺，为其题写为“国庙”。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徐海东等都在此留下了战斗的
足迹。

资源丰富、物华天宝。 境内土特产品质优量大，尤以茶叶、板栗、银杏、香菇、鳝鱼、板鸭、大蒜最负盛名。

罗山县是信阳毛尖茶正宗主产地，明代河南通志记载当时河南地方唯一名茶“罗山茶产汝宁府信阳州”。 在
历届信阳茶文化节茶叶评比中，罗山茶叶一枝独秀，屡获大奖。 罗山地下藏有金、银、铜、铁、锰、钛、钼等多
种金属和珍珠岩、瓷石、大理石、花岗岩等多种非金属矿。 这里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荞麦，国家农业
部批准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野生金荞麦保护站，野生金荞麦连片面积有一万多亩。

山灵水秀，红绿相联，旅游资源丰富。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被纳入全国培育十
二个重大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经
过国家投资建设，目前景区规划面积达

27

平方公里，一个山水红星村引起世人瞩目。 国家
AAAA

级风
景名胜区———灵山风景区，享誉大江南北。 董寨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是亚
洲最大的观鸟基地，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朱的野生驯养基地，也是国家二级鸟
类白冠长尾雉的保护基地，被中国动物协会命名为“白冠长尾雉之乡”。

罗山县自古就有“江淮宝地、鱼米之乡、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美
称
,

近年，该县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是
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39.9%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淮
河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重点实施县，是江淮地区的
“绿肺”，被纳入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名单。

2014

年，该县生产总值
149.3

亿元，增长
8.9%

，固定资产投资
166.4

亿元， 增长
17.9%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

亿元， 增长
20.6%

，增幅居全市九县区第
1

位；全年签约招商项目
24

个，投资
总额

83.4

亿元，引进境外资金
3910

万美元，位居全市第
2

位；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32.6

亿元， 增长
14.4%

， 增幅居全市第
3

位。 该县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7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98

亿元、利税
9

亿元，新引进项目
12

个，签约金额
59

亿元。

2014

年，该县粮食种植面积
151.8

万亩，总产
7.375

亿公斤，实现“十一
连增”，再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建成高标准粮田

7.7

万亩，

被表彰为全国高标准粮田示范县。 坚持走特色农业、高附加值农业的发
展路子，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滨湖万亩现代园林、延生农业科技示范
园和博纳农林生态观光园等现代农业项目建设， 其中规划面积

10

万亩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8

家，完成投资近
2

亿元。 茶园面积发展到
25.2

万亩，茶叶总产
424.9

万公
斤，产值

7.9

亿元，增长
12.9%

，被评为全国重点产茶县。

罗山县是一块发展的热土，是财富圆梦的乐园。近年，该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紧紧围绕加快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主题，全力大上项目，致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
谐，一个充满魅力的灵秀罗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罗山名片

优越生态吸引诸多候鸟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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